
最新防台风安全教育总结 防台风暴雨总结
(优秀10篇)

总结是指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加
以总结和概括的书面材料，它可以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益，因此，让我们写一份
总结吧。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么
写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防台风安全教育总结篇一

活动目标：

1、关注台风，对此自然现象产生兴趣。

2、了解它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活动准备：台风过后被破坏的自然环境照片。

活动过程：

一、欣赏故事，引出话题

1、完整欣赏故事。

2、导人与生活相关的话题。

最近你们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为什么预报台风要停课呢?

二、观看台风画面，展开讨论

回忆台风过境时的现象。结合台风奇迹的相关信息，对比讨



论，拓宽视野。

(1)结果天气如何?到底是不是气象台的错呢?(从能否怪罪气
象台的讨论中体验与认识台风的多变)

(3)那天老师上班了吗?爸爸妈妈们呢?为什么小朋友要停课而
大人们还要继续工作呢?

小结：台风是多变的，现有的科学水平还达不到完全了解它
的地步，但我们可以尽量争取避免造成更大的伤害。

防台风安全教育总结篇二

今年第x号台风xx是第一个影响海南的台风，省、市、区各级
领导都高度重视。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工作要求，全局上下
迅速做好防御工作，全力以赴，高效运作，赢得时间，赢得
成效，确保了人员零伤亡，实现了三个百分百（作业渔
船100%回港、渔业人员100%上岸、100%实现人员零伤亡）。
现将此次防台工作总结汇报如下：

1、工作部署。在台风（xx）登陆我省之前，我局对防台工作进
行全面部署，从x月20日起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做到领导带
班、保持通信畅通，密切注意xx动向、及时传达信息；利用e
信通、商企信息平台、北斗卫星系统和传真等设备通知辖
区1542艘渔船回港避风，加强养殖业防范措施和做好人员疏
散安置准备工作。

2、文件、信息处理工作。办公室人员主要负责密切跟踪xx台
风走向和强度等变化情况，及时把省、市气象部门发布的台
风情况通过最快捷方式转达至各镇、街道办相关人员，通过
商企平台发信息、电话通知、手机发送信息、传真等渠道发
送信息至相关单位和各渔船船主，充分做好防台准备和落实
防台措施。



3、召开防风工作会议。x月21日上午9点，由区政府副区长杨
柳芳主持召开防风工作会议，对第8号台风进行防风工作部署。
当日上午9：30，召开全局干部防风工作会议，部署局防风工
作，成立以局主要领导为组长，全局干部、镇街分管领导为
成员的防风工作小组，同时，安排两个工作组对辖区内渔船、
鱼排、养殖户防风情况进行检查，一个组负责街道防风工作
检查，一个组负责四个镇防风工作检查。

4、统计渔船、渔民回港和渔排养殖人员上岸避风情况。自x
月20日，接到台风预警信号后，立即通知海上作业的渔船、
渔民和养殖人员撤离至陆上。及时收集渔船、渔民回港和渔
排养殖人员上岸避风情况，及时掌握渔船、人员动态信息，
同时，将渔船回港、人员上岸避风信息以每天三个时间点报
送市海洋和渔业局和区三防办备案。

5、x月22日，两个工作组分别到负责的避风港对避风渔船进行
全面检查，指挥渔民和养殖人员上岸避风，安排锚位，加固
锚缆，防止走锚和相互碰撞，23日，再次开展全面、深入、
细致的大排查，消除渔船安全隐患，再检查、再落实渔船回
港避风渔船数，做到不漏一个村，不漏一艘船、不漏一个渔
民，确保渔船100%回港避风。同时，强化监管，防止渔船赶
风头、追风尾冒险出海生产。

6、x月22日和23日，安排干部专门到xx和xx重点检查水上渔排
养殖人员上岸，全部转移养殖渔排24户，转移鱼排38口，转
移养殖鱼排人员125人。

7、外来渔船和人员的安置工作。根据区政府工作指示，21日
和22日，单位主要领导亲自带领xx街道干部到和平桥下停泊
点对外来渔船和人员做指导工作，安排他们在xx市第二中学
暂时居住，确保他们的安全。

8、协同挂钩点村（居）委会共同防台工作。在我局人手紧缺



的情况下，及时分派了二名干部分别到xx镇桥东村委会、xx捕
捞居委会，参与村（居）干部防台工作，共转移安置危房居
住人员、五保户、孤独老人，确保村民人身安全。

9、x月23日上午，在台风登陆之后，警报没解除之前，安排干
部到新埠岛检查渔船在港情况，防止渔船赶风头、追风尾冒
险出海生产。

由于早动员、早部署、早落实，全区1542渔船全部回港避风，
渔船人数4554人已全部上岸，转移养殖渔排24户，转移鱼
排38口，转移养殖鱼排人员125人，其中海甸溪停靠外来渔船
共115艘，外来渔船人数共335人，已全部上岸，安置在原xx
市二中，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确保了人员零伤亡。

防台风安全教育总结篇三

中秋节期间，正值万家团圆、高速交警全警上路奋战在中秋
安保第一线的时候，又遇到“莫兰蒂”超强台风来袭，大队
筹备组民警胡晓庆，作为一中队副职负责人，既要担任乐峰
执勤点勤务，又要担任中队带班，深知辖区线长、施工点多、
溜方隐患大、警力严重不足，自14日一早接班起，就全然不
顾自己家里生病的老婆和小孩需要照顾，也不顾自己病弱疲
惫的身躯，硬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迎接此次挑战。

（一）风雨飘摇路顶着风雨上路巡查

14日，台风还未登陆，胡晓庆带着民警在辖区内巡逻，查看
几处安全隐患点，对辖区内的施工设备进行加固，防止设备
被风刮走，影响交通。胡晓庆所负责的辖区是安溪东收费站
至莆田龙华收费站的高速公路，全长52公里，周边大多是山。
台风的到来，对于胡晓庆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15日凌晨1
点，辖区内的风雨开始变大，胡晓庆放心不下辖区内的道路
安全，又驱车到辖区的道路巡逻一遍，看到辖区内的交通状
况稳定，他的心总算平稳下来。15日凌晨3点多，台风登陆，



高速辖区狂风暴雨，泉州高速公路进行交通管制。管制信息
一出来，顶着狂风暴雨，胡晓庆马上带着民警驱车前往辖区
的各个收费站检查是否已经封闭。“风雨太大了，雨就像泼
水一样，整辆车都在左右摇晃，太可怕了。”胡晓庆说，3点
多，正值风大雨大之时，高速路面上有积水，而且基本看不
到前方的路况，车辆时速只能在二三十码。经过小心翼翼地
行驶，将近5点，胡晓庆与民警终于回到执勤点。“就像走了
一回鬼门关。”想到那天，胡晓庆至今仍心有余悸。

（二）一直在路上连续处理9个溜方

回到执勤点后，胡晓庆并未休息，继续关注路面上的信息，
做好及时管制的准备。15日上午7点多，风雨稍微变小，胡晓
庆带着民警继续到路面上巡逻，清理路面上的障碍，将道路
上的断树、断枝清理。上午8点多，胡晓庆巡查中发现，在福
诏高速狮山隧道有一处溜方，将a道和b道的隧道口堵住，道
路不能通行。由于莆田往厦门方向还有零星车辆，他迅速安
排布控，并让车辆统一从罗溪出口分流，然后通知路政、养
护等部门前来一起清理。清理过程中，胡晓庆发现手机无法
通讯，对讲机也无法连接，无法了解到前方设置交通管制的
情况。由于情况危急，如果有车辆不小心闯入隧道，后果将
不堪设想。于是，他马上安排民警驱车到前方管制点，了解
情况，他则留在溜方现场继续处理。上午10点多，狮山隧道
的溜方还未处理好，罗溪收费站外广场出入口匝道又出现溜
方。胡晓庆立即向指挥中心汇报，请求莆田的龙华收费站帮
忙进行分流，然后赶到现场将车辆疏导。从凌晨开始，胡晓
庆一直在路面上巡查，处理大大小小溜方9个，直到16日凌
晨3点才回到执勤点。

（三）舍小家为大家家中妻子儿子均需照顾

胡晓庆是一名军转干部，来到高速交警已经四年。有着10多
年军旅生活的他，非常有责任感。前段时间，他爱人刚做完
手术，仍在家中卧床休息，家中仅有他爱人和8岁的小孩，两



人都需要照顾。但台风期间，轮到他当班时，他并未与同事
调班或请假，毅然坚守在岗位，连续工作48小时，应对辖区
内发生的各类突发情况。每碰到溜方灾害，他都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处理，做好布控，防止事故发生。家中的妻子刚手术
完，仍卧床休息，孩子也还小，他依然坚守在岗位。胡晓庆
认为，工作虽然是辛苦的，但像他一样坚守在一线的交警同
仁和抢险工作人员还有很多，他只是其中一个。

防台风安全教育总结篇四

今年第9号台风“梅花”7月28日形成后，我镇即高度重视，
镇党委、政府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积极做好各项防台、
抗台准备工作。

一、高度重视，充分认识防台形势

我镇以对人民群众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把防台风工作
结合当前汛期救灾工作重点抓好，建立以党政一把手负责制
为核心的防台责任制。及时加强与各部门沟通联系，分析判
断此次台风可能造成的危害。这次9号台风强度强、风力大、
雨量大，我们充分认识到面临的严峻形势，时刻密切关注台
风的动向，按照防台预案，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切实
把防御台风工作做实、做细，最大限度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二、迅速行动，周密部署防台工作

我镇已迅速启动预案，把防台工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来抓。按照“预防为主、防救结合”的工作方针，对我镇防
台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召开全镇各村、站所负责人会议，贯
彻落实各级领导重要讲话精神，迅速把防御台风的工作部署
落实到位。安排班子成员包村，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头。要求
各村、各单位马上召开防御台风的紧急动员大会，建立以一
把手负责的防台责任机制，把各级的各项部署传达到干部群
众中，要求广大干部群众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以



赴做好防台抗台的各项准备工作。要求各党政领导不得外出，
已经外出的要立即赶回，加强防台领导，靠前指挥防台工作。

三、突出重点，认真排查安全隐患

全镇各单位根据工作职责，强化措施，加强领导，单位主要
领导要负总责。切实抓好高效农业设施的管护工作，特别是
蔬菜大棚、养殖小区的加固和农田及水的引排工作；切实做
好水库、河道、水闸、堤防的保护工作；切实做好学校房屋、
农村危房、建筑工地的安全检查工作。要求各村、各单位认
真进行隐患排查工作，安排专人值班，负责观测和巡查，一
旦发现险情，及时组织抢护和预警。各村、各单位主要领导
和值班人员保持通讯畅通，及时、全面、准确掌握台风动态
和防御工作的信息，紧急情况及时汇报。

四、做好准备，提高防灾抗灾能力

按照职责分工，全镇各村、各单位己严阵以待，抢险物资和
抢险队伍都已做好准备，确保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救灾人员、
物资、资金到位。目前，全镇已征集了船只6艘，更新了一批
防汛编织袋、救生衣、铁铲，配备了一些雨衣、雨裤、应急
灯、铁丝和钢管等其它防汛物资。落实了14支抢险应急队伍，
共计418人。扎实的准备工作，进一步提高了我镇防台抗台能
力，最大限度地减轻台风灾害造成的损失。

防台风安全教育总结篇五

“利奇马”台风来势汹汹，自8月9日下午开始受其影响以来,
嘉善县已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和大风天气，在这期间，我所全
体人员积极行动，周密部署，较圆满的完成了防汛抗台的`工
作，现将工作汇总如下：

在接到上级部门关于做好防御“利奇马”台风工作的通知后，
我所第一时间召开抗击9号台风“利奇马”工作紧急会议，中



层及以上干部参加会议。

会上，全凤根所长传达了抗台会议精神，通报了台风“利奇
马”的动态，要求各个成员必须高度重视，把抗台作为当前
的头等大事来抓，并就当前抗台工作作了安排部署。一是迅
速向管辖企业下发抗台通知，要求做好各项迎台工作，重点
关注“两客一危”企业。二是落实“三防”政策，重点在思
想认识，人员到位，物资准备，值班等方面进一步增强和落
实，重点在应急车辆准备(5辆拖车，1辆牵引车)。三是加强
信息发布，及时掌握班线、公交停班信息，及时上报抗台信
息等。四是全面排查隐患，各个股室要立即到现场上门指导，
部署抗台工作。五是后勤保障工作到位，从今天起做好值班
准备工作，确保手机24小时通畅，全体人员周末坚守岗位正
常工作。

8月9日下午，在全凤根所长的带领下，各分管领导深入管辖
的企业，对“两客一危”企业、公交公司、维修企业、驾培
机构、出租车公司开展检查，要求各企业切实提高思想认识，
做好台风前的防备工作，并要求各企业该停班的务必停班。
我所共出动46人次，检查企业20家次。8月10日，除保障民生
的`部分危险品车辆在得到上级部门的许可后予以运输，其
他“两客一危”车辆一律停放安全区域。

根据上级部门的部署，我所安排了24小时值班人员，要求各
人员务必在岗，做好值班值守工作，并做好“三防”信息工
作的报送。

接到上级部门关于支援临海的通知后，我单位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预案，及时与嘉兴市远方物流有限公司取得联系，安排1
辆货车运输冲锋舟等救援设备，支援临海抗灾。

并于21时15分在徐闻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风力12级。我区
受其外围影响，全区大部分地区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
雨，平均降雨约86.3毫米。这次台风给我区各行业尤其是农



业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全区直接经济损失达2405多万元，
没有发生人员伤亡。

现将我区有关防御台风和救灾复产工作汇报如下：

据初步统计，全区受灾人口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7.8万亩
（其中粮食作物14.31万亩，花生1.6万亩，蔬菜1.89万亩）、
果树4.45万亩（其中香蕉0.3万亩，荔枝2.18万亩，龙眼1.45
万亩，其它水果0.52万亩），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损坏
水闸1宗、灌溉设施3处，水利设施损失275万元；市场物业损
失56.31万元；中小学校校舍损失48.9万元；禽畜、工业、交
通、通讯、供电等行业共损失24.8万元。

全区共安全转移危险区域人员5280人，其中五保户1830人，
地质灾害易发点区域50人，转移其他低洼地区、建筑工地、
危险房屋等人员3400人。

这次防台风“纳沙”工作，省、市各级党委、政府都十分重
视，市委邓海光书记、梁毅民市长亲自召开相关工作会议进
行部署，并对我区防御台风及救灾复产工作作出了重要批示，
市委常委肖叶、副市长黄心强两位领导还亲自到我区检查指
导防风工作。我区高度重视防风工作，认真贯彻国家防总和
上级党委、政府等领导的指示精神，并迅速将上级文件转发
到各镇（街道、开发试验区）和有关单位认真贯彻落实。我
区先后在区三防指挥部会议室召开了3次防御台风“纳沙”
和1次救灾复产紧急会议，部署防风及救灾复产各项具体工作。
区三防指挥部和区各职能部门共成立防风工作组41个，出动
工作人员205人；各镇（街道、开发试验区）及各村（居）委
会共成立防风工作组264个，出动人员792人，对全区危险区
域、低洼地点、建筑工地、地质灾害易发点和危房户进行了
排查。由于我区加强领导，及早部署，强化预测预报、及时
上传下达，确保信息畅通，启动了防风防洪应急预案二级响
应，迅速行动，突出重点，逐一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各职能
部门、各基层单位上下统一、密切配合，2措施到位，使我区



防风救灾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台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降
到了最低点。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强台风“纳沙”具有“速度快、强度
大、范围广、破坏力强”等特点，而且将对粤西地区造成严
重影响。面对即将来临的风情，我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把做好防御台风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加强领导，
严密组织，认真做好各项防范工作。

9月26日，我区成立了防御“纳沙”强台风工作领导小组，由
区政府主职领导任组长，区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职能部门
主职领导为成员，具体领导和组织协调防风救灾工作。各镇
（街道、开发试验区）也相应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全力以
赴，提前做好各项防御准备工作。同时，全区各级各部门都
强化了24小时值班制度，实行领导带班制度，三防部门密切
加强与市气象、水文等部门的沟通，及时掌握风暴最新发展
动态，做好上传下达工作。28日晚，区委书记丁锦文、代区
长李恒和等区领导放弃个人休息时间，亲自坐镇区三防指挥
部，统一组织指挥台风防御工作。

（二）全区动员，落实责任。

区委书记丁锦文和李恒和代区长两位主职领导高度重视防
御“纳沙”强台风工作，要求各镇（街道、开发试验区）党
政领导要亲自挂帅，对辖区的三防工作真正负起责任，务必
要树立防大风、防大汛、抗大灾的思想，严格对照三防责任
制，不折不扣落实各项防御工作，把各项防御准备工作3做实、
做细、做好，尽最大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区政府分管副区
长李相同志每次都亲自参加国家和省、市防风视频会议，并
多次召开全区防风会议，全面部署防御台风工作，要求各级
各部门务必克服麻痹思想，明确责任，加强值班；以人为本，
突出重点，落实措施；关注动态，做好应急抢险保障等工作。



同时，区应急办和三防办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镇（街道、
开发试验区）和有关部门积极做好风情、雨情的宣传和防御
发动工作，迅速将区三防会议精神传达贯彻到各村（居）委、
基层站所和群众中去，在全区形成人人知道台风、主动参与
抗击台风的氛围。

（三）以人为本，加强督查。28日下午，我区启动了二级防
风应急响应。

区四套班子成员立即按责任分工分别奔赴各自挂点镇（街道、
开发试验区）、村（居），做好台风防御指导工作。

我区还从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抽调30多名专业人员组成11个
防风工作组分赴各地，督促检查各镇（街道、开发试验区）
防风预案措施、责任制落实和值班应守等情况，重点指导做
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的开展。我区
重点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各地派出工作
人员到危险区域以及危房住户进行逐户查访，认真抓好人员
转移工作，特别是高山黄竹村委会以及镇盛、鳌头镇、开发
区等低洼村庄的群众转移工作，确保居住在危房的群众、五
保户和低洼地简易房等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在防
御台风“纳沙”过程中，我区及时调拨了沙包5万个、木
桩500枝、冲锋舟3艘、4配备运输车辆等一批防汛物资，区轻
舟队、武装部、消防大队、公安分局等单位集合了55人的队
伍随时候命待发。

（四）部门配合，措施落实。

全区上下按照上级要求和部署迅速开展防风抗风工作。区直
各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能，组织力量，做好防台风的各项准备
工作，并组织技术人员指导下属单位和相关行业做好防范工
作。为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区水务局第一时间调集技术
人员对全区江河堤围、涵闸等进行详细检查，特别对有险情
的地方加强巡查，发现险情及时报告和处理，确保水利工程



安全度汛。区交通分局、规划建设局、农业局、经信局、畜
牧局、水果局、水产局等单位及时下派指导组到各地做好农
业、养殖业保护的指导工作。农业、畜牧部门指导对成熟的
农作物、水果等及时抢收，对香蕉及其它果树等高杆作物进
行木桩加固，对禽畜棚舍进行加固。教育部门密切注意做好
学生和危房校舍的安全防范工作，并于29日上午发出停课通
知。建设部门加强户外广告牌、临时工棚、危房等隐患排查，
及时排险，及时转移人员。民政部门配合当地政府对居住危
险屋舍的群众及孤寡老人、五保户做好撤离和安置工作，认
真落实临时避险场所，并积极做好发放救灾物资的准备。

早在29日中午台风未登陆前，我区委、区政府就未雨绸缪，
提前发出通知，要求各镇（街道、开发试验区）和相关部门
在台风过后1小时内，要迅速核实灾情及时上报。同时，区下
发5了《关于切实做好台风过后防御暴雨、大暴雨和救灾复产
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镇（街道）、各单位加强领导，
继续做好台风后防洪、防潮工作，切实做好灾后抢修工作和
消除灾痕的工作，维护社会生产、生活正常运行和稳定，确
保全区人民欢乐祥和度国庆。29日下午，区委丁锦文书记亲
自召集区四套班子、各镇（街道、开发试验区）和区三防指
挥部成员单位主职领导，召开了全区防御台风暨救灾复产工
作会议，并调整区国庆放假安排，要求区防风主要职责部门
原则上不放假，各镇（街道、开发试验区）10月1日—4日不
放假，全力做好各项抗风救灾和复产工作。

为更好做好救灾复产工作，9月30日下午，我区在三防指挥部
马上组织召开救灾复产工作紧急会议，区委副书记、代区长
李恒和亲自主持，并要求把救灾复产工作作为当前重要任务
来抓，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积极行动起来，做到全民动员，
迅速掀起救灾复产工作高潮。区政府分管领导李相副区长对
我区救灾复产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各镇（街道、开发
试验区）、各有关部门立即投入救灾复产工作，以争取主动，
全力以赴，措施到位来挽回受灾损失。



对全区各类农作物的救灾复产制定了五项具体措施，并下发
到各镇及各农业站所。区农业局还及时抽调农业科技人员组
成农业救灾复产指导工作组，分别下到各基层农村，具体指
导农户做好农作物护苗、保苗、排水、施肥、除虫等工作，
全力恢复农业生产。

畜牧部门迅速开展卫生消毒及畜禽尸体的无害化处理，防止
动物疫情流行；区水务局组织工作组下到灾区调查水利工程
损毁情况，制订水毁工程修复计划；区水产、林业、水果、
市场、教育等部门亦抓紧做好各项救灾复产工作。目前，我
区各级各部门各项救灾复产工作正在马不停蹄、有条不紊地
开展，并努力争取在国庆期间全面顺利完成。

防台风安全教育总结篇六

为了符合公司管理体系的要求，项目部和各部门经过严密的
计划和充分的准备，于8月20日，在公司内组织了一次规模较
大的防洪、防台风演习。其目的是对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进行年演习，再者是为项目部的所有员工提供一次现场
学习的机会，以提高员工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意识。

此次活动分为防洪、防台风知识讲座及现场演练两部分。在
现场演练前，演练队长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而具知识的防洪、
防台风安全讲座，讲课的地点设项目部会议室。在三个小时
的讲座中，讲述了防洪、防台风的重要性、一些台风、洪讯
的基本原理及发生台风、洪讯时的处理方法，并以生动的实
例宣传了防洪、防台风的重要性工作的重要性。

这次的现场演习内容较为全面，人员涉及面广。演练的地点
设在“河源市第一小学教学楼”项目部施工工地的空地。项
目部各部门人员都积极来到现场参加演习或观摩。演习的主
要内容是检查应急药品的情况并补充相关短缺药品；检查、
加固施工现场及电器线路；覆盖相关设备和物质；启用和测
试应急电话，以及如何对发生台风、洪讯后的救护方法。员



工们积极参与，现场气氛活跃。

结论：

1、员工们通过亲身参与演练，对防洪、防台风有了进一步的
认识，也克服了对防洪、防台风的恐惧心理，具备了对洪讯、
台风的发生后救护基本技能，提高了员工的意识，对推动公
司安全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2、通过演练，确认了公司制订并实施的防洪、防台风事故预
防及其应急预案是可行的，应急预案不需要修改，但现场需
增加应急和设备的和应急电话标识。

防台风安全教育总结篇七

1.密切关注气象信息，掌握实时台风动态，拖轮与平台保持
密切联系，尽早确定平台撤台计划及撤离时间，并做好随时
撤台的准备。

2.根据平台撤离计划提前制定好计划航线，查阅目的港资料
信息。

3.向平台获取撤离人员名单，准备好充足的食物以及餐具，
打扫全船卫生，保证船舶居住区预留有充足空间，准备好充
足数量的鞋套以及垃圾袋等。

4.提前做好宣传工作准备，三幅做好对平台人员进行消防救
生等安全培训的准备工作，在船舶危险区域张贴明显可见的
警示标语，关闭有关舱室，提前张贴厕所的使用说明等。

5.全船召开撤台准备工作会议，提前对人员进行分工，保证
每人明确自己的.工作，同时做好应急工作准备。

1.与平台联系好后，开始用吊笼下人，拖轮甲板两位水手负



责接吊笼，保证人员安全到达甲板。

2.开放一个居住区入口，一名水手在居住区入口对每组人员
点名，并签名放行，一名水手在居住区门口负责发放鞋套，
简单讲解注意事项(厕所，餐厅位置等)，维持秩序。

3.平台人员应提前做好人员上船的各项安排，配合船上安排，
防止秩序混乱。

4.平台人员应注意保持船上卫生，垃圾不可随地乱扔，按照
说明正确使用厕所：室内及相关限制区域(油漆间外)禁止吸
烟，禁止大声喧哗;不得随便进入船员房间，机舱及其他限制
区域，保证自己随时能被找到;保护船上公物，未经允许不得
随意触动船上设备;在甲板上的人员应该注意安全，远离船舷
边和船尾，不得在两舷边随地解手，尽量不要呆在后甲板，
防止人员落水。

5.确认人员全部登船之后，拖轮驾驶员(大幅)对全船进行广
播，向平台人员详细讲解本航次计划，就餐安排以及注意事
项。

6.三幅分组对全部登船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包括：临时应变
部署，旅客集合地点，逃生通道，通用应急报警信号，救生
衣的穿着方法等;发放旅客应急须知通告。

7.驾驶台上的登船人员应积极配合船员安排，禁止喧哗，保
持卫生，不要随意触动驾驶台仪器，不小心触动到了，应该
及时告知驾驶员，为了船舶的安全航行，不要站在阻碍驾驶
员视线的位置，驾驶台夜间禁止开灯，尽量避免亮起不必要
的灯光。

7.值班水手每班收拾垃圾，更换垃圾袋。

1.登船人员应当提前对人员进行分组，配合船上就餐安排，



有序分批进行就餐。

2.使用提前为登场人员准备好的餐具，不可随意动用船员餐
具。

3，船员为大家打饭，安排座位就餐，登船人员保持卫生，就
餐完毕，将剩饭菜倒入预先准备好的泔水桶，洗好餐具，放
回原处。

1.平台负责人以及拖轮船长提前沟通，确认靠泊码头，安排
好陆上人员做好接人准备工作。

2.达到目的地前，提前通知所有平台人员做好下船准备，整
理好随身物品，不要遗落在船上。

3.靠好码头，船员搭牢梯板后，平台人员逐个下船，不要推
挤，防止人员落水，平台负责人对照名单清点人数，反馈给
拖轮。

以上几点为平台人员撤离一个简单流程，多有疏漏与不妥，
望予补充和斧正。

防台风安全教育总结篇八

今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水利水电局
的`大力支持下，基层防汛体系建设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
避让为先，把三防体系建设作为重点任务，从组织、责任、
措施等方面早、快、实抓好各项建设工作，这对促进我乡农
业经济快速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基层防
汛防台体系建设总结如下：

(1)加强领导：及时调整和加强防汛防台抗旱领导小组，重新
界定监测组、信息组、转运组、保障组、险情救援组、防汛
抢险联络员、灾害统计员、山洪灾害预警员等相关工作组和



责任人;确定了防汛、防台、抗旱的机构和场所，确定了相应
的责任人和专职人员，购置了各种防汛设施设备。

(2)明确职责：继续参与制定水库安全责任书、小(三)型水库
责任书，完善防洪、洪涝灾害、病险水库应急救援等预案。
对袁家村、王西龙、上塘、上坂等在建工程如王角、松树农、
顶山塘病险水库实施防洪措施，并制定值班制度。

(3)落实制度：明确水库、堤防等水利工程防洪防台责任制、
岗位责任制、安全管理责任制;同时，将进行宣传并分发给各
村。

(4)加强预警：建立了防汛防台监测预警体系和防汛值班制度，
购置了预警设施设备，确定了乡镇预警人员。

(5)完善预案：完成防汛、防台抗旱、防山洪、水库应急预案
等应急预案。同时，对计划进行了修订、报批和发布。

(6)做好储备：设立避灾中心，配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和水、食、
床等设施，明确避灾中心的管理制度和负责人;同时，根据上
级文件要求，已储备防汛抢险所需物资。

(7)队伍建设：成立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队伍，在双溪村开展防
汛抢险应急演练;配备防汛防台会商系统，落实全乡防汛防台
网络人员，制定各项管理制度，确保防汛防台期间24小时信
息畅通。

(8)开展检查：为了全面掌握

防台风安全教育总结篇九

受台风影响，我市将出现明显风雨天气，风力逐渐增强到陆
上6—7级阵风8级，海上9—11级；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
对我公司造成了重大威胁。但在我公司统一指挥部署下，做



了最充分的应急准备，确保了人员零伤亡，最大限度地减少
了灾害损失。现将焊管厂防御台风“达维”的工作总结如下：

1、人员伤亡为零；

2、工程损失。

公司领导高度重视此次台风防御工作，焊管厂各科室领导全
部坐镇基地指挥部，统一部署、精心安排，及时召开防台应
急动员会议，各单位反应迅速、密切配合，及时启动基
地“三防”应急预案和应急工作程序，层层建立值班检查制
度，强化措施、主动防范，有序有力地开展各项防御工作，
确保了人员零伤亡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灾害损失。

主要工作如下：

1、落实现场防台工作

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发布后，立即通知各单位停止高处作业，
加固所有设备、设施。随后由指挥部各车间负责人带队进行
现场检查确认。

2、落实排水重点工作

根据天气预报，伴随台风而来的将会是强降水，因此在正式
受台风影响之前，集中力量将外场能暂时使用的排水管道全
部疏通，确保基地在经受强降水的过程中能迅速、有效地泄
洪，此工作在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发布前全部完成。

3、落实人员转移工作

防灾、减灾的工作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
防御台风的最基本原则，以确保人员零伤亡为防台风的最大
目标。8月2日晚，日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信号，公司领导立



即针对台风红色预警信号指挥发布二条防台紧急指令：

一是停产，所有车间工作人员必须全部撤离至既定安置点；

4、落实应急抢险工作

为在发生险情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指挥
部在各厂房大门口配备了足够数量的砂袋，并组织成立了一
支抢险救灾队伍。

8月3日上午，台风预警信号解除。

机动科对车间厂房、窗户损坏等部位修复工作召开了专题会
议，研究确定了现场修复方案。

1、建立现场防台风指挥部，由厂长任指挥长，生产科长任副
指挥长，其他成员为指挥部成员。

2、高度关注台风的发布情况，通过新闻、报纸、互联网等多
种渠道收集了解附近及当地区域的海面活动情况和台风预报
信息，做到早准备、早防御。

3、现场厂房、办公室、围墙、彩钢瓦等易被大风吹起的东西
应及时加固，材料设备摆好放牢，场区内的照明、动力电缆
应敷设好，固定牢固预防被台风吹断，发生漏电触电事故，
龙门吊及时采用钢丝绳固定。

4、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当发生台风险情时，应由现场防台
风指挥部统一指挥，各司其职，确保各项防台风命令的通畅
下达并得到有效执行。

5、制定台风应急预案，根据台风风力大小，台风最大风力的
来临时间、台风走向等不同特点制定针对性强的应对措施。

6、准备好抗台风抢险物质和器材，搞好除险加固，消除现场



人员、设备的各种安全隐患。

7、台风来临时，及时向当地主管部门报告，做好对施工设备
的安全加固，做好危险隐患人员和财物的安全转移，增加安
全巡查密度，特别是对易出险情的位置加强巡视，发现重大
险情苗头，立即报告，组织力量进行抢险。

8、材料库房和露天库应提前进行检查，若有缺陷要马上进行
修整，露天库的材料要摆放整齐，易损物件应放入库房保管，
较轻的物品用重物压好，或用铁丝捆牢。

防台风安全教育总结篇十

为做好防御台风工作，镇政府高度重视，全力以赴，迅速组
织、协调和指挥各社区和各有关部门，有序、高效地开展防
御台风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现将
有关防御工作汇报如下：

据统计，截止xx日xx时，受台风影响，在财产损失方面主要
表现为树木被吹倒，部分瓦屋、铁皮屋损坏和xx多亩农田果
木受损，估计经济损失约xx万元;在人员安置方面，共转移安
置了xx多人。除上述受灾情况外，全镇普遍较为平静，电讯、
供水、市政等设施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情况较为良好，没
有发生什么事故。

根据台风发展动态，xx镇委、镇政府于xx日xx时始启动防风xx
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社区、各有关单位严格按照防风应急预
案要求，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雨情、水情变化，切实做好各
项防御工作，防止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及内涝等灾害，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一)责任落实到位。xx日下午，书记、镇长和镇有关领导深入
各社区视察水库、低洼菜田、建筑工地，指导各社区、有关



单位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保障人民群众安全。xx日晚上xx
时xx分，镇委、镇政府召开防御台风工作紧急会议，布置防
御工作任务，落实专人24小时值班监控。镇领导班子全体成
员取消休假值班待命，各社区、各有关单位落实主要领导带
班值班，确保“三防”指挥畅通。

(二)组织协调到位。应急办、三防办、医院、公安分局、交
警大队、消防大队、各派出所、各社区消防队等“三防”骨
干力量随时待命。水利所安排专职检查组加强对全镇水库、
山塘、排水闸等水利设施的巡查，安排人员24小时监视防守，
密切关注水位变化。规划建设办等部门重点做好各建筑工地
脚手架、工棚的安全检查，防止发生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安排人员检查各广告牌、电灯柱等公用设
备安全。供电公司巡查各变电器和电线设备，防止发生漏电
事故。

(三)防范工作到位。各社区、各有关单位加大检查力度，确
保排水口疏通。各社区书记督促指导辖区内的危房做好防护
措施，加强对旧村旧房的跟踪排查，对防风能力差的.临时建
筑物、危旧房和存在安全隐患的低保户、菜农居住场所，立
即组织转移，杜绝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减少灾害损失。镇
应急办、三防办迅速通过电视新闻、电话、手机短信等形式
通知各工厂企业和广大市民群众做好防风工作。各社区迅速
检查应急物资储备库，检修冲锋舟等应急物资。治安联防队
加强辖区巡查，确保及时发现并报告险情。


